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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基于台站网络和对地观测体系，利
用GIS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一个跨部

门运行的全国生态评估数据共享平台，
为周期性地开展全国、流域和区域三级
生态系统综合监测与评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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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

（1）数据标准与规范制定

分类与编码

元数据标准与规范

（2）数据质量控制

（2）数据集成与建库

（3）数据获取和共享管理软件
开发



第一步：需求分析
与详细设计

第二步：数据标准
与规范制订

第三步：数据集成建库
与质量控制

第四步：数据平台
管理系统开发

技术路线与方法 瀑布需求分析模型

结构化方法/面向对象方法

原型化方法

数据-功能矩阵方法

数据频次

空间E-R方法

数据整编数据整编 专业人员、专业知识专业人员、专业知识

数据录入、编辑数据录入、编辑 基于逻辑一致性、值基于逻辑一致性、值
域判断域判断

数据质量控制数据质量控制
统统 计计 方方 法法

GISGIS可视化方法可视化方法

应应 用用 检检 验验



关键技术--数据同化

陆面数据同化是一种集成多源地理空间数据的新思路

通过耦合遥感数据、常规量测数据、生态模型来实现

数据同化的主要方法：

1 插入观测同化法

2 四维最优插值同化法

3 变分同化方法

4 滤波算法同化法

5 最大条件概率同化法

6 广义解同化法

7 伴随方程同化法

8 平滑样条同化法



关键技术--栅格计算与多主体

栅格计算

跨部门 分布式 异构 “虚拟的超级计算机”

多主体

数据集成

模型集成 广义建模 模型库管理

决策支持系统

智能网格平台



主体网格智能平台AGrIP



2.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估数据共享平台建设

2.1 背景情况

三江源地区地处青
藏高原腹地，位于
青海省南部，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
三大河流的发源
地。历史上，三江
源区曾是水草丰
美、湖泊星罗棋
布、野生动物种群
繁多的高原草原草
甸区，被称为生态
“处女地”。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雪山逐年萎缩，直
接影响高原湖泊和湿地的水源补给，众多的湖泊、湿地面
积不断缩小甚至干涸，沼泽消失，泥炭地干燥并裸露，沼
泽低湿草甸植被逐渐向中旱生高原植被演变，生态环境已
十分脆弱。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类无限度的生产经营活
动，又大大加速了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进程。特别是草
地大面积的退化与沙化，使广大农牧民生产、生活受到了
严重影响，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线下。野生动物栖息环
境质量衰退和栖息地破碎化，使生物多样性降低。更为严
重的是，随着源区植被与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水源涵养
能力急剧减退，导致三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旱涝灾害频繁、
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制约，并已直接威胁到了长江、黄河
流域乃至东南亚诸国的生态安全。



这一地区的严峻形势引起了党和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总体规划>

从2004年开始到2010年，国家将投资人民币约75
亿元，用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建
设。

是我国为保护这一独特的高原脆弱生态环境进行的重大建设规

划，随着建设规划的实施不仅将对这一区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
必将对涉及的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

在整个建设规划中涉及了大量的工程措施，直
接涉及到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如何跟踪、评
估、分析和预测随着工程建设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效
应，评估工程措施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变
化，将直接对工程的顺利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分布式:   一个主中心

六个分中心

2.2  数据平台构成

（1）遥感图象库

（2）背景/基础数据库

（3）气象数据库

（4）水文数据库（包括水资源、水文特征）

（5）土壤数据库

（6）水土保持数据库

（7）土地覆被/土地利用数据库

（8）植被数据库

（9）生物多样性调查数据库

（10）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库

（11）管理及政策库



2.2 生态服务功能与生物多样性指标、驱动力及其数据需求分析

生物多样性指标和驱动力

供给功能指标和驱动力

支持功能指标和驱动力

调节功能指标和驱动力

生物多样性数据与功能需求

供给功能数据与功能需求

支持功能数据与功能需求

调节功能数据与功能需求

数据频次表

数据-功能矩阵

现有数据

可收集数据
数据匹配

数据替代方案 功能设计



2.3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动态本底分析

生态系统的基本现状与动态变化（过去30年）分析

1、生态系统构成和分布的基本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包括三类保护区的构成和分布的差别

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本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支持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调节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供给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

3、生物多样性的基本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1、草地生态系统的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草地生态系统的基本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物多样性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支持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调节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供给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2、湿地与水体生态系统的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湿地与水体生态系统的基本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物多样性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支持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调节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供给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3、荒漠生态系统的现状与动态变化（过去30年）分析

荒漠生态系统的基本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物多样性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支持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调节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系统供给功能现状与动态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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